
太平桥街道

本报讯（通讯员 白婧丽）近期，太
平桥街道遵循尊重老人意愿、主动服务
的原则，对重点老人开展探访关爱工
作，做到了月探访率100%，及时防范化
解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养老安全风险。

“好几天没见着刘大妈了，以前老
远她就跟咱们打招呼呢。”“是呀，咱去
她家里看看吧。”在太平桥街道太中里
社区，工作人员樊冬和栗丹的对话，透
着对社区老人的牵挂。刘大妈已 80岁
高龄，她的情况一直让社区工作人员记
挂在心。

两人来到刘大妈家，看到老人身体
硬朗、精神矍铄，樊冬悬着的心才放了
下来。作为刘大妈探访关爱的第一联
系人，樊冬耐心询问老人身体和生活情
况，仔细记录需求，还反复叮嘱老人保
重身体。随后，他又对老人家中燃气、
插座等进行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千叮万
嘱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这样温暖的关怀，也出现在太西里
社区，社区对 70岁以上独居、空巢、留
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特
殊困难老年人进行摸排，详细登记后建
立重点人群关爱台账。工作人员管德
利和同事定期逐户走访，详细询问老人
状况和需求，还对台账分类筛选，标注
特殊情况老人，以便精准帮扶。

“孩子们工作忙，很少有时间陪我
聊天。你们来看我，我心里暖乎乎的，
就像见到自己孩子一样。”85岁的葛爷
爷感慨地说。80岁的梁奶奶也说：“我
腿脚不便，很少出门，但你们上门来，我
一点儿也不觉得孤单。”

在万润社区服务站，副站长张连生
和同事们工作同样细致入微。他们观
察并记录老人的表达能力、行动能力、反应能
力、疾病情况、精神状况等健康信息，了解衣食
住行医等方面困难，协助申请社会保障政策待
遇，还检查老人房屋和水电气暖设施设备安全
隐患，提醒消除隐患。同时，他们还会了解老
人子女赡养情况，对接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
神慰藉、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服务资源，宣传防
电诈知识，甚至还会根据天气提醒老人增减衣
物、注意饮食作息。街道其他社区村（工作组）
也都定期开展了探访关爱老人工作。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我们会动态
更新台账，将探访关爱服务落实落细，预防和
减少居家养老安全风险，持续提升老年人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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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进社区 剪纸书柔情
本报讯（通讯员 刘慧）“一剪之趣夺神功，美

在人间永不朽。”郭沫若先生曾这样评价剪纸艺
术。2月25日上午，成寿寺街道四方景园第二社
区携手丰台科协，举办了一场以“非遗进社区，剪
纸书柔情”为主题的非遗文化科普活动。此次活
动以剪纸为媒，传承文化之魂，丰富社区老年人
的精神生活，让传统文化在社区落地生根。

活动伊始，剪纸志愿者老师详细介绍了剪

纸的起源、发展及其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
位。随后，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志愿者老师从折
纸、标记线条到运剪技巧，一步步进行细致指
导。每一次折叠、每一剪刀的落下，都凝聚着老
师们的悉心引导。不一会儿，一幅幅寓意吉祥
的作品便跃然纸上。红色的纸张映衬着老人们
脸上洋溢的喜悦，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王阿
姨手捧着自己剪出的“小蛇”，欣喜不已：“今天

的剪纸活动让我找回了儿时的回忆，动动手，人
都感觉年轻了！”

此次非遗文化进社区活动，不仅让老人们
亲身感受到剪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
力，更为社区的文化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接
下来，街道和社区将继续举办更多文化传承活
动，为居民搭建学习和交流的平台，让非遗文化
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本报讯（通讯员 郑楠）千年
文脉绵延不绝，笔墨承载人间情
思。近日，王佐镇市民活动中心
主办的“山水文韵 瑞启新春”第
二届新春书画展圆满落下帷幕。
本次展览以“本土创作、全民参
与”为亮点，72幅参展作品均出自
王佐镇各村、社区的居民之手，创
作者年龄跨度从 6岁孩童至耄耋
长者，以笔墨丹青共绘家乡之美，
展现了一幅“全民执笔、代际共
融”的文化图景。

作为王佐镇全民艺术普及成
果的集中展示，此次书画展面向
辖区各社区村、书画协会广泛征
集作品，涵盖书法、国画、油画及
青少年创意画四大类。其中，既
有记录古镇沧桑变迁的诗词歌
赋，也有用稚嫩笔触描绘的家园
新景，不同年龄、不同风格的书画
作品在此交汇，生动诠释了“艺术
扎根生活、文化滋养民心”的文化
愿景。

展览现场，一幅幅书画作品
错落有致地悬挂在展厅内，宛如
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诉说着
王佐镇的岁月变迁和文化传承。“没想到邻居
家的孩子能画得这么好，咱们镇真是藏龙卧
虎。”前来观展的居民刘阿姨连连赞叹。

此次展览不仅是艺术的盛宴，更是王佐镇
推动全民美育的生动实践。近年来，王佐镇持
续完善深化“文化+”模式，依靠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文明会客厅、文化服务中心等平台，常态
化组织开展文化活动，通过书画、非遗等多种
类型活动，不断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此次展览
中，便生动展现了王佐老中青少四代人的“文
艺范儿”。

展览对外展出后，受到了广大居民的一致
好评。王佐镇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让
艺术不再‘高居庙堂’，而是成为百姓记录生
活、表达情感的方式，这正是我们持续开展文
化服务的初衷。”

当稚童的涂鸦与长者的墨宝共聚一室，
当油画的斑斓与书法的风骨相映成趣，这场
全民参与的艺术盛宴，正以最温暖的方式书
写着属于王佐的文化新篇。新春书画展作为
王佐镇文化品牌活动，不仅为居民搭建了展
示才华的舞台，更是王佐镇文化传承、文艺创
新的纽带。

接下来，王佐镇将继续以文化为媒，广聚
民“才”，广纳民“艺”，挖掘更多“隐藏在民间
的艺术家”，让文化传承在代际接力中焕发新
生机，让艺术真正融入百姓生活，不断加快全
民艺术普及的步伐，擦亮王佐文艺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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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镇

当AI生成的卢沟桥石狮子动态图往往
将小石狮子忽略掉时，我们突然理解了技
术的困境所在。那些小石狮子与大石狮子
之间被忽略的温情互动，那些机器无法捕
捉的细节，恰是新闻最动人的故事。人机
协作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需要共
同书写的时代命题——毕竟，再精密的模
型，也计算不出建设者眼里的光芒。

本报讯（实习记者 袁阳）从首次接触AI时
的“技术焦虑”，到如今的“协作共进”，丰台区融
媒体中心融媒采访部团队在对《丰台时报》的创
新探索中，运用DeepSeek、文心一言、豆包、海
螺等AI工具，历经 3个月的深度磨合与反复实
践，以开放而审慎的态度拥抱变革。AI虽无法
替代新闻现场的“温度”，却为内容生产开辟了
多维视角，一场人机协作的“智媒融合”在这里
悄然展开。

效率变革：
当记者拥有“超能智库”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让《丰台时报》报
道既快又准？在融媒采访部的日常工作中，AI
正成为记者们的“小助手”。新入职记者杜倩
熟练地在DeepSeek对话框中输入“南苑森林
湿地公园的历史与南中轴文化关联”，3秒钟
后，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历史文化与南中轴文
化带的整体规划跃然屏上。杜倩坦言：“它就
像随身携带的‘超能智库’，能很好地辅助我了
解区情、检索资料，通过深度思考和联网搜索
功能，将百度、腾讯网上的内容进行梳理分析，
便于我了解公园的历史，同时快速搭建出较为
完整的架构。”

传统新闻生产中，记者常耗费大量时间在
资料检索、素材整理等基础环节。如今，融媒采
访部通过AI技术实现“一键提效”。“输入关键
词，AI能从海量资料中精准提炼核心数据，梳
理出事件的历史脉络，为我提供报道角度和思
路。”记者李娜现场演示了AI工具的应用：一篇
关于丰台区启动古树监控试点计划的深度报
道，从资料搜集到初稿生成，时间压缩至原来的
三分之一。

采编效率提升后，腾出的精力还能做些什
么呢？“效率提升能进一步创新题材与内容。
2025年年初，我们利用腾出来的时间选取丰台
花乡的十二花神形象运用海螺AI进行动态创
作，推出了《丰台十二花神携“福”至，新年花

“巳”好运来》送福视频。”视频制作者姜欢告诉

记者。据悉，融媒采访部从 2024年就开始为
《丰台时报》创新布局，12月首次灵活运用海螺
AI推出《卢沟桥石狮子拜年》视频，选取丰台区
特色景点卢沟桥石狮子为原型，利用AI技术让
静默数百年的石狮子重现摆手、蹦跳、吃饺子等
灵动姿态，通过视频剪辑，以现在年轻人喜闻乐
见的小视频方式，呈现在大众眼前。姜欢介绍
说：“我们作为全媒体记者，除了新闻报道在主
题和题材上求‘重’、内容故事求‘新’外，报道形
式更需要求‘活’。就需要善用利器，为我所用，
以全媒体多样化的创新手段，让丰台文化‘动’
起来，为大家呈现更加精彩的作品。”

温度困境：
那些AI读不懂的丰台故事

然而技术赋能的光环下，暗涌着难以逾越
的鸿沟。记者们发现，AI生成的文稿常出现数
据错位、逻辑断点等问题，会将不同的时间和空
间的事捏合在一起，口径就变得极其不稳定。
比如，会把河西的产业园搬到河东，大兴的产业
算在丰台，将研发投入数据与落地项目混淆。

“它擅长重组既有信息，却难辨虚实，更缺乏对
现场细节的感知。”《丰台时报》执行总编辑赵智
和表示。

在丰台冰雪经济的报道中，这种“人机差
异”尤为凸显。当DeepSeek依据网络资料输出
冰雪设施开放程度时，记者的笔中却是另一番
景象：在冰场跟着教练学习的孩童、尽情驰骋的
滑冰爱好者、在冰雪乐园大人带着孩子玩雪车
的亲子时光。“DeepSeek作于一个更为强大的
搜索引擎，它能替我剔除一些杂乱的、无关的信
息，帮我精准找到重点。它也能总结‘发生了什
么’，但‘为什么发生’和‘如何发生’仍需记者用
脚丈量。”记者霍秋蕊介绍说。

这种矛盾在视频创作中更为突出。融媒采
访部团队曾尝试用海螺AI为卢沟桥石狮子生
成拜年动态效果，尽管反复输入“抬手、举‘福’
字”的指令，AI却始终无法理解，经过几十次的
指令调整，最终呈现效果还是略显机械呆板，团

队不得不通过后期剪辑、人工调图进行调整。
记者林瑶介绍道：“作为创作者，AI为我们提供
了触摸和感知时代的快捷键，在一定程度上来
说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用更高更广的视角学
习和创作。但使用AI就像教孩子学走路，既要
有耐心引导，也要适时‘扶一把’”。

协作共进：
构建人机协作“黄金分割点”

面对技术浪潮，融媒采访部选择走“第三条
道路”——既不盲目追捧“AI替代论”，也不固
守传统生产模式。目前，融媒采访部采用“协作
共进”的方式。AI负责前期资料梳理、热点预
判及初稿生成，记者则专注现场洞察、价值判断
与内容深耕。在中华书局的报道中，这种分工
优势得以显现：AI快速整理出中华书局百年来
的历史，记者结合实地走访和采访沟通，最终呈
现出有温度的老字号故事。

“AI不是替代创作者，而是激发无限可能
的‘灵感催化剂’。技术永远在进化，但新闻的
核心始终是‘人的故事’。”融媒采访部负责人原
梓峰表示，团队将继续探索AI工具的创造性应
用，但坚持“三不原则”——不让人工智能决定
报道方向、不让算法稀释人文关怀、不让技术模
糊新闻伦理。在丰台区融媒体中心这片人机

“协作共进”的试验田里，技术的理性锋芒与人
文的感性温度，正碰撞出媒体融合的崭新可能。

从“焦虑”到“共进”探索人机协作新范式

记者和AI技术“打”3个月后 选择了协作共进

漫步南森漫步南森 静待花开静待花开

不寒不暖风色好，似醉似眠春意深。连日来，北京市气温在春的怀抱里节节攀升，天地万物蓄势待发。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微风带着余寒
轻抚游人。游人漫步在春日小径上，感受着大自然的每一次呼吸。姜灏 摄

成寿寺街道


